
■热线电话：2667189 ■电子信箱：lsrbbjcbb@163.com

2025年1月20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孙 蕾 版面设计 杨祝娟

YAO WEN 2要闻

值班主任 孙 玮

夜班主任 吴 前

审读 王立新 朱俊华

夜班编辑 季凌云

三至六版校对 吴慧芬

夜班美编 刘骁熠

电脑组版

一版 徐旸炀

二、四、六、七、八版 李红伟

三、五版 钱伟辰

新春走基层新春走基层

本报记者 董陈磊
通讯员 吴晔 蓝佳楠

“一株高辣度辣椒种苗政府补
贴 0.65 元，是政府给了我继续种植
的底气，感觉日子更有盼头了。”近
日，收到种苗补助的景宁畲族自治
县大地乡大地村村民杨桂美高兴
地告诉记者，他已经向工作人员预
订了新一年的高辣度辣椒种苗。

大地乡共有耕地 7840 亩，土壤
肥沃，但因外出人口比重大，农村
抛荒、闲置土地资源较多。为解决
留守群众收入少的窘境，2023 年，
大地乡成功引进福建一家公司联
合建设红绿“共富工坊”，通过“村
党组织+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
模式，引导农户种植高辣度辣椒。

高辣度辣椒色泽鲜艳、辣味浓
郁，适用于提炼辣椒素。从移栽、管

护到成熟采摘，种植的每个环节都
需要大量劳动力，是一条高山乡镇
强村富民的新路径。

为进一步带动村民就业增收，
大地乡推出高辣度辣椒种植“书记
领办”项目，由乡党委书记、村党组
织书记两级书记领办负责实施，通
过“统一购苗、统一培训、统一收购、
统一烘干”的模式，把周边有种植意
向的零散农户都吸纳进来，将小辣
椒发展成大产业，使产业形成规模，
逐步让村民的腰包鼓起来。

为持续提振农户的种植信心，
2024年以来，大地乡以“政府兜底补
助一点、村集体资金贴一点”的种苗
补助方式，减少群众的后顾之忧，并
通过多渠道宣传，强化沟通合作，确
保惠农补贴资金及时、足额发放到
户、到人。

“我一开始种了 5亩，后来扩种

到了 20亩，收入不错。”大地村村民
陈孟中说，“如今不用担心种苗、销
路的问题，只要想着如何把辣椒种
好就行，种得越好，收入越高。”

针对高辣度辣椒在移栽、病虫
害防治等方面的技术问题，大地乡
党员干部成立“畲小帮”助农小分
队，按照“一对一”帮扶种植户要求，
邀请农业专家与科技特派员，将课
堂搬入田间地头，实现辣椒种植从
移栽到田间管理的全程指导，确保
辣椒丰产。

目前，大地乡累计种植高辣度
辣椒 800 余亩 40 余万株，带动农户
130余人增收 350余万元，村集体经
济增收 30万元，强村富民的路子越
铺越广。

种植高辣度辣椒让大地乡村民
们渐渐尝到了甜头，也成功吸引了周
边乡镇、县市的目光。2024年，大地

乡牵头开展高山红高辣度辣椒产业
党建联建活动，先后有来自全市各地
的35批次560余人来参观考察，辐射
带动沙湾镇、梧桐乡、景南乡等周边
乡镇种植 2800亩以及松阳、庆元等
周边县市种植4400多亩。

同时，为延长产业链、促进增收，
大地乡主动出击，招商引资建设了辣
椒（蔬菜）烘干厂。党员干部“全员奔
跑”为企业全流程提供代办服务，高
辣度辣椒烘干线建设项目顺利完工，
满足了景宁、松阳等地 1300余吨高
辣度辣椒粗加工、烘烤等作业。

产业聚“椒”，铺就了一条红红
火火的乡村振兴路。大地乡相关负
责人表示，接下来，大地乡将重点招
引辣椒红色素提炼、中药材深加工
等建链延链补链项目，全力做好招
商引资项目服务工作，力争更多意
向企业签约落地。

大地乡：“火辣”产业带来“火红”日子

本报讯（记者 徐小骏 通讯员
陈柔妤）近日，“慈润青田 情暖万
家”关爱冬日坚守者——环卫工人
慈善年夜饭活动温暖开席。青田
650名环卫工人欢聚一堂，提前吃了
一顿热热闹闹的年夜饭。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而温馨。
清蒸鱼、白灼虾……随着一道道色
香味俱佳的菜肴被端上餐桌，大家
一边品尝美食，一边拉家常。“我从

事环卫工作已经 4 年了，主要负责
垃圾清运任务，很感谢县慈善总会
及各界人士给予我们环卫工人的关
心和爱护。”环卫工作者孙永红表
示。

据了解，本次慈善年夜饭活动
共有来自青田鹤城、瓯南、油竹 3个
街道的 650 名一线环卫工人参加。
为期两天的活动不仅让环卫工人们
享受到一顿丰盛的年夜饭，更让他

们感受到了来自社会的尊重与关
怀。此外，青田县慈善总会的工作
人员还为每一位参与活动的环卫工
人赠送了保温杯，希望他们在寒冬
里随时能喝到热水。

“慈善年夜饭”作为青田县关爱
特殊群体的一项暖心活动，已经连
续举办了 19届。在 19年里，青田县
慈善总会累计支出爱心款物超百万
元，让近万名群众感受到了社会的

温暖。
青田县慈善总会副会长应苏

伟 表 示 ，接 下 来 ，青 田 县 慈 善 总
会将继续开展针对困难群体和敬
老院集中供养的高龄老人的年夜
饭活动，让大家共同感受浓厚年
味。

青田650名环卫工人提前吃上年夜饭

本报讯（记者 郭真 通讯
员 刘洋 兰惠淇）传扬慈善故
事，擦亮菇乡文明底色。近日，

《大爱菇乡——庆元慈善故事》
一书首发仪式暨崇学向善读书
会在庆元举行，正式与读者见
面。

据悉，该书由庆元县慈善总
会会长毛茂丰主编，全书分为

《大爱无疆》《爱心无价》《我与慈
善》《善行古范》《慈善诗韵》等五
个部分，内容翔实丰富，讲述了
菇乡慈善的暖心故事，记录了一
个个普通但不平凡的爱心事迹。

活动中，书籍主编毛茂丰对
出版该书的背景和意义作了说
明，并为供稿作者及档案馆、图书
馆、志愿者协会、义工协会、元元
驿站的代表们举行了赠书仪式。

读书会上，文章作者胡恒
鹏、吴丽娟、黄丽群等人先后分
享了自己的创作历程，就该书的
文学价值、社会教育意义、慈善
文化传承功能各抒己见。“作为
一名高校音乐教师，我从庆元独
特的戏曲文化、古道文化、廊桥
文化中汲取丰富的‘养分’，将其
更好地融入到学术研究与音乐
创作中。”丽水学院音乐学院副
教授黄丽群分享了她自己的创
作故事。

“慈善是一盏明灯，温暖别
人，照亮自己。希望书中生动
感人的故事能够让更多人了解
慈善、参与慈善，共同把庆元慈
善的故事讲好，让慈善公益理
念成为县域文明新时尚。”毛茂
丰表示。

《大爱菇乡——庆元慈善故事》
新书发布

本报讯（记者 周智召 通讯
员 余春潮）近日，云和县石塘镇石
塘村举办以“石塘新篇章 邻里同
欢乐”为主题的新春游园会——邻
里节活动，“共富集市+美食+服
务”的形式吸引了众多村民参
与。

游戏区现场气氛欢快热烈，
村民们在享受游戏乐趣的同时，
还能集“五福”赢取精美礼品。
美食区的各个特色小吃摊位上，
香气四溢的油桶饼、软糯香甜的
麻糍等美食琳琅满目。精彩的
戏曲表演将活动推向了高潮，婺
剧演员悠扬婉转的唱腔、飘逸潇
洒的动作，赢得了台下观众的阵

阵掌声和喝彩声。
医疗志愿者为村民提供免

费的血压测量和医疗咨询服务，
理发志愿者耐心细致地为老人
修剪头发，书法老师挥毫泼墨为
村民书写对联……活动中，“流
动共富车”将志愿服务带到了村
民家门口。

“此次邻里节的举办，不仅
丰富了村民们的文化生活，也增
进了邻里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更
有力地促进了并村后石塘新村
邻里关系的和谐发展。”石塘镇
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石塘
镇将继续聚焦群众需求，拓展便
民共富活动向纵深发展。

云和石塘举办邻里节活动

本报讯（记者 叶浩博 通讯
员 陈艳燕）近日，历史经典产业
数字化交易·龙泉青瓷发布会在
龙泉举办，浙江文化产权交易所
旗下“数智通”APP 正式上线。
该系统通过打造“数字资产+龙
泉青瓷+文化 IP+版权存证”的创
新商业模式，将数字技术运用到
龙泉青瓷的全产业链。

据悉，“数智通”APP将以数
字技术辅助青瓷匠人创作设计，
将 匠 人 作 品 版 权 进 行 数 字 存
证。所有定制的青瓷作品均在
区块链备案登记，进行数字存证
溯源，保证作品真伪和品质。随
着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的升级
迭代，龙泉青瓷在设计、生产、销
售、传播、仓储、物流、交易等环
节都可以实现全程数字化。“数
智通”APP 的上线，预计可以带
动龙泉青瓷产业主营业务收入

10％以上的增长。
作为发布会主办方，省文投

集团下属浙江文交所是全国首家
具有文化数字资产交易资质的文
化产权交易场所，通过数字技术
和文化数字资产交易模式，引导
大众关注历史经典产业，消费历
史经典产品，让历史经典产业重
新焕发青春。同时，浙江文交所
与龙泉青瓷宝剑产业局达成战略
合作，打造“历史经典产业+文化
数字资产”模式下的龙泉青瓷案
例，探索新质生产力推动历史经
典产业提质增效新路径。

发布会上，龙泉市青瓷行业
协会会长、工艺美术大师陈爱明
发布了其为此次活动专门定制
设计的青瓷产品。随后，龙泉市
文广旅体局负责人发布了一条
具有龙泉青瓷特色的精品旅游
路线：“青瓷文旅之路”。

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数智通”青瓷产业应用上线

本报讯（记者 周智召 通讯员 项大圣）“口感
很棒，我非常喜欢云和雪梨健康的味道。”来自罗
马尼亚的丽水学院留学生陈信对雪梨特色饮品赞
不绝口。1月 18日，“云和雪梨衍生产品推介活动
暨温州商会年货采购吉市”在莲都区万地广场开
启，活动由云和县农业农村局和丽水市温州总商
会共同主办，旨在提升和宣传“云和雪梨、云和农
家乐（民宿）、云和农产品”知名度和美誉度。

活动现场，人声鼎沸，气氛热烈。雪梨、食用
菌、甜桔柚、油桶饼、煎雀、椒盐螺丝、雪梨炖品、白
切鸡……琳琅满目的云和特色农产品，吸引了众
多市民前来品尝购买。

据悉，去年以来，云和县聚焦云和雪梨全产
业链延伸，与浙江大学合作开发雪梨衍生产品，
努力让云和雪梨不仅“大有来头”，也要“大有吃
头”,目前已有 100%雪梨果汁、雪梨气泡果汁、雪
梨精酿啤酒以及雪梨银耳（燕窝）炖品等多款产
品推向市场，受到广大消费者一致好评。丽水市
温州总商会为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助力发展村
集体经济促进共同富裕，与云和县签订了强村富
民战略合作协议，并发出号召动员 1000多位会员
购买云和强村富民优质产品，县强村公司与商会
会员达成了近 300万元农产品订单。

云和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
聚焦云和农产品全产业链延伸，切实提升知名度
和美誉度，为云和强村富民作出贡献。

“福梨”启新岁 农市过大年

云和雪梨衍生产品推介活动举行

市民朋友在活动现场购买品尝特色农产品。 记者 陈炜 摄


